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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亚的一粒种子
我是孵化于南繁硅谷的“农业芯

片”
在北纬 18 度咸味海风的吹拂下
在无数南繁人热切目光的抚摸中
融进三亚的泥土繁衍“禾下乘凉”

的梦想
我的每一次加速更新迭代
都夯实了中国粮仓的底座
让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我是三亚的一粒种子
我的使命不仅在土地 也在星辰

大海
我曾搭乘“天舟号”遨游太空
从云端深情凝望养育我的地球母

亲
当真空粒子穿透我的身体
我似乎看到了生命更高层的满天

星光
我也曾搭乘“蛟龙号”潜入深海
和那些神秘而斑斓的海底生灵互

致问候
感受在万米深的重重压力之下
生命又会演绎怎样的另类精彩

我是三亚的一粒种子
在经历了上天入海的梦幻旅程后
我又和众多的小伙伴一起
重新返回三亚的红土地
我似乎又要沉沉睡去
但我被星辰大海所赋予的基因密码
都将在这片热土上被一一破解
我开成丰硕而美丽的花朵
我结成饱满而芬芬的果穗
我是书写在三亚大地的一篇科学

论文
追寻人类探索生命的智慧光芒

在种子、花朵与果穗的无数轮回里
我也见证了一代代的南繁人
如同我们一样扑进了三亚的土地
一头努力往下扎 一头奋起向上发
他们也是一粒粒种子
是闪耀在广袤田野上的一颗颗中

国“芯”

我骄傲 我是三亚的一粒种子
每一户中国人的饭桌上
都有来自三亚的阳光和水的祝福
三亚种子 中国种子
我微小而坚挺的身躯
牵引着“国之大者”的磅礴力量

天涯明月苏东坡

这个中秋居然下雨了
从载酒堂到桄榔庵的几百米
东坡先生走得踉踉跄跄
狗仔花沾在他的斗笠和蓑衣上
孩童们围拢过来 抿着葱叶吹响口

哨
路口处春梦婆正在笑嘻嘻地等着
风很大 春梦婆仍然递给他一把扇

子
他呼呼地扇着 沉重的往事
应和着哒哒的木屐声 簌簌落下

咏而归时雨已渐停
月亮还困在厚厚的云层后面
这一个无月的中秋夜呵
再也没有“起舞弄清影”的雅兴了
红颜已在生命的彼岸
兄弟远在大海的彼岸
人似飞鸿 事如春梦
梦醒时已是秋凉时分
东坡先生来不及悲从中来
忽闻树林里传来一阵欢快的声浪
原来黎子云姜唐佐们已携酒而至
亲情在浓烈的酒香里弥漫
东坡先生的目光清澈柔和起来
他分明从弟子的眼晴里看到了
一轮明晃晃的月亮

三亚的一粒种子（外一首）

□ 丁锐

■诗与远方

宋氏家族，有“民国第一家
族”的美誉。显赫的地位，皆缘
自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的
传奇人生，以及宋庆龄为代表的
六个子女的历史影响。文昌宋
氏祖居，是宋氏家族“根”之所在
地。作为海南著名的人文景点，
它以不可替代性，吸引着众多游
客慕名而来。

秋月里，我驾车来到了位于
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的宋氏
祖居。

宋氏祖居景区坐落在一个
小山丘上，四周绿树成林，浓荫
匝地，环境幽静，多色的花儿迎
风摇曳，阵阵清香袭来，沁人心
脾。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华人
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高
祖、曾祖和祖父三代人曾居住在
这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宋耀如也
岀 生 在 此 地 。 面 前 的 宋 氏 祖
居，是 1985 年当地政府在原貌
基础上修缮的，并相继建起了
宋庆龄陈列馆、椰子纪念园、和
平鸽文创馆等，竖立了宋耀如、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雕像。景区
大门简约大方，小平同志题写
的“宋氏祖居”四个大字遒劲有
力，红色 4A 景区标志下“国家级
旅游景区”的中英文书写与众不
同。

我们一行购票进入，沿着景
区小路，首先来到宋氏祖居。宋
氏祖居位于景区的左后方，为传
统的海南民宅建筑，砖瓦土木结
构，坐西南向东北，二进格局，由
两间正屋、两间厢房、两间门楼
和院墙组成，占地 1500 多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正
门的门楣上是“宋氏祖居”四个
金色大字。室内陈列着宋庆龄
的祖、父两代人使用过的物品，
有种地用的犁和耙，有挑水用的
担和桶，还有做饭用的锅和灶
等。墙上张贴着宋庆龄高祖、曾

祖和祖父的照片、家谱以及一些
历史资料。从资料介绍中获知，
这 个 庞 大 的 宋 氏 家 族 原 来 姓
韩。韩氏家族，怎么变成了宋氏
家族？

我在“宋（韩）氏近代亲缘
图”“宋氏家族图谱”展板前驻足
停留，从其家谱资料中终于弄清
了缘由。作为“宋氏家族的奠基
人”宋耀如，1861 年出生，乳名阿
虎，大名韩教准。他的先祖韩显
卿原住河南相州南阳，宋代官任
浙江会稽县尉，后升任广东廉州
太守，清代初年渡过琼州海峡南
迁到文昌。清嘉庆年间，韩氏第
二十代孙韩儒循从居住的文昌
罗豆乌坡村搬迁到现在的古路
园村，并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建造了祖居。从此，宋庆龄的高
祖韩儒循、曾祖韩锦彝、祖父韩
鸿 翼 三 代 人 都 在 这 里 居 住 生
活。韩鸿翼是当时广东省文昌
县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韩
家祖先以热心公益而著称，他也
因经办赈务，几乎耗尽了祖传的
积蓄。“屋漏偏遭连阴雨”。人到
中年，韩鸿翼又不幸染上久治不
愈的慢性病，家境因此日渐窘
迫。庆幸的是韩鸿翼有一个善
良坚强、知书达理、持家有方的
贤内助，也就是宋耀如的母亲韩
王氏，才使一家人勉强度日。

1875 年，宋耀如的堂舅（其
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
兵买马”，以扩大他在美国波士
顿经营的丝茶生意。勇敢机智
的阿虎，令堂舅心生欢喜，被收
养为嗣子，改姓为宋，名耀如，字
嘉树。到美国后，养父聘请老师
专门教宋耀如学英语、打算盘，
想通过精心培养，让他子承父
业，并发扬光大自己的事业。3
年的学徒结束后，宋耀如接触了
许多新鲜事物，增长了见识，心
志也发生了变化，他无心经商，

决心外出求学。宋耀如这一决
定，显然违背了养父的意愿，遭
到强烈的反对。无奈之下，1878
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宋耀如毅然
放弃了稳定良好的生活和现成
的家业，逃出养父的丝茶号，去
追求自己的梦想。历经重重困
难，宋耀如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
门。1886 年，宋耀如学成回到了
上海当了一名牧师，之后又经
商，一步步成长为上海有名的实
业家。1894 年，宋耀如在上海结
识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二人一见如故。“披肝沥胆为民
主，瘁力殚心辅逸仙”。自此，为
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他不惜倾尽家产，而且积极投身
到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之中，为
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孙
中山先生称为“革命的隐君子”。

1887 年，宋耀如在上海与士
大夫家庭出身的倪桂珍结婚，育
有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和“宋
氏三姐妹”三子三女。其子女均
在美国学成后全部回到祖国，在
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上都
扮演了重要角色。宋耀如的长
女宋蔼龄早期担任孙中山的英
文和行政秘书，后嫁给孔祥熙，
在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女的宋蔼
龄在宋氏家族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二小姐”宋庆龄，冲破家庭
重重阻力嫁给孙中山先生，为中
国的革命事业奋斗一生，是中国
妇女的杰出代表。

走出宋氏祖居，我们便来到
宋庆龄陈列馆。陈列馆在祖居
的北边，是一座庭院式建筑，屋
顶饰有金黄色琉璃，建筑面积
420 平方米，馆前有面积达 720
平方米的两级平面的前庭。门
口前庭正中位置，竖立着 3.2 米
高的宋庆龄半身汉白玉石雕像，
正面的台基上“宋庆龄”三个字
是小平同志 1988 年题写的，雕

像背面刻着“统一中国，振兴中
华”。在陈列馆院正中庭院，则
竖立孙中山半身花岗岩石雕像，
孙、宋两座雕像在同一中轴线
上，距离有 40 余米。在陈列馆
正门前宋庆龄雕像左侧约 70 米
处，还竖立着宋耀如的花岗岩雕
像。

在陈列馆，我第一次看到宋
庆龄各个时代的史料、照片、图
表、绘画等，大量具体而翔实的
资料，再现了她光辉的一生。

宋庆龄 1893 年生于上海，曾
留学于美国，1913 年回国后任孙
中山先生的秘书，1915 年与其结
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
友，追随一生。孙中山逝世后，
她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立场，继承
孙中山的遗志。在几十年的革
命斗争洪流中，她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是革命的中流砥柱，是
二十世纪杰出的女性。1981 年
5 月 29 日逝世前，宋庆龄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并被授予中华人民
共和国名誉主席。移步间，我耐
心品读着宋庆龄先生不平凡的
人生故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辉煌已成过往，历史不能忘
却。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宋氏家
族后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在海南文昌。从展示的大量翔实
的资料中，我了解到近些年来，身
在全国各地的宋氏家族的晚辈
们，每年都有人回到文昌宋氏祖
居寻根祭拜，缅怀先辈。文昌市
韩氏家族也一直把宋耀如的后人
视为同宗，热情欢迎每一位回家
的宋氏后人。

离开宋氏祖居前，我仔细端
详着宋庆龄塑像背面“统一祖
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这句话
应该是对宋庆龄期盼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的最好概
括，或许这正是宋氏祖居的灵魂
所在吧。

走进宋氏祖居 □ 何顺昌
■履痕处处

在中国的南方，有很多非常
美味的米粉。广西的桂林米粉、
柳州的螺蛳粉，湖南的长沙米粉，
常德的牛肉粉等，都是用不同地
方的烹饪方式，成就了各地的特
色小吃。我曾为伴我长大的湖南
邵阳米粉痴狂，那是儿时的记忆，
那是无辣不欢的湖南人无法抗拒
的浓烈香辣。久住他乡即故乡，
突然间，我迷恋上了恬淡随性的
海南抱罗粉。

抱罗粉是海南本地居民都熟
悉的粉。抱罗粉源自海南文昌市
的抱罗镇，它的颜色呈半透明状，
软而韧，有入口即化的滑溜，但又
有咀嚼的弹性。吃粉时，风味在
咀嚼中缓缓释放，伴随着恰到好
处的回弹，唇齿间有了倾心畅谈
的美好。它在海南流传有几百年
的历史了，稍稍变粗的粉条，表现
得更是“粗”众。

在网上寻找三亚的特色小
吃，三亚市河西西路 33—34 号的

“三亚正宗抱罗粉”是头条。这
是一个在三亚驻扎了二十多年
的老店，老板姓郑，是文昌人。
开店源自自己从小特别爱吃抱
罗粉。他刚开始开的店在我工作
的学校门口，也就是原来的东郊
椰林海鲜酒店的位置。当时这里
是一片空地，有公交车、长途汽车
停靠在此。后面是八一小学，人
流量很大，于是他就搭了间简易
棚子，开张营业了。当时我还沉
浸在湖南香辣牛肉粉的回味里，
对校门口这种没有色香刺激的抱
罗粉没有多大的兴趣。

后来因为常带着湖南口味
在海南生活，身体出现不适。特
别是孩子，身体的皮肤过敏，脸
上长出脓包。我很不安，感觉水
土不服。本地的同事善意提醒：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气温
偏高，不吃点凉性食物，会上火
生病的。这话如醍醐灌顶般点
化了我，我才开启了真正的海南
生活。于是，学会了做海螺冬瓜
汤，接受了白斩鸡，爱上了黄流
老鸭……孩子通过食物的调整，
身体得到很好的改善，餐桌上的
香辣味道在减少，取代它的是海
南的清淡口味。于是，追求原味
的抱罗粉成了我的最爱。

由于环境的变迁，在校门口
开抱罗粉店的郑老板把店搬到三
亚市河西路三亚市第一市场的出
口，虽然有点路远，我也尝试着在三
亚别的店吃抱罗粉，都不是我熟悉的
味道。抓住我胃的依然是郑老板
家的抱罗粉。

抱罗粉的制作可以看到大米
华丽转身的全过程。得到主人的
同意后，我在他店的后厨一探究
竟。先将泡制了12小时以上、换
过一次水的优质大米磨成浆，然后
用白布把浆包裹得严严实实，锁上
口放在板凳上辗压，反复多次，把
米浆里的水彻底沥干。现在店里
使用了半机械化工具，把打好的米
浆装进事先用白布垫好的磨具里，
用布包好后用压板盖上，用手柄按
压板，让水集中往下渗，既可以省
力气，也可以提高效率。把压干
水分的粉切开，一坨一坨地放进

一口大锅里煮到三成熟，再放在
搅拌机里进行搅拌。煮粉的火
候、浓稠程度都很讲究，这是制作
粉的核心技术。在搅拌时还加入
一点琼中木薯粉，以保证抱罗粉
的疏松顺滑。搅拌的时间决定抱
罗粉的细腻均匀。一般需要搅拌
两个小时，粉状呈丝滑状态，就可
以装进制作粉条的磨具了。装好
后，让磨具的孔隙流淌出来的粉
条缓缓落入似开非开的热水中，
粉一浮上水面就捞出来，放进凉
水里冷却，等粉透凉了，才卷成
小卷装框备用，这样的粉柔软且
不粘连。

关键部分完成后，就是各种
食材的加工。牛肉是抱罗粉的
旗帜。做牛肉干是不可小觑的
技术活。首先要购置上好的雪
花牛肉，按照纹路切成薄片，将
其放入锅中干煸，让水分全部蒸
发。然后加少量花生油，再来点
孜然胡椒等香料，加点糖提味提
鲜，加上适量的盐和酱，将其炒
成棕色，把肉质的坚韧劲道炒到
极致，最后撒点白芝麻添色添
香，一大锅的牛肉干就香喷喷地
出现在眼前。

汤一般都是用猪大骨头熬
制而成。一锅汤要熬上三四个
小时，在熬制时，去掉汤上的泡
沫，加点海螺一起煮，这样的汤
更加鲜美。

抱罗粉有两种吃法，腌吃和
汤吃。腌吃还需要制作卤汁。
正宗的文昌抱罗粉打卤时用的
是鸡油来提炼。炼好的鸡油去

渣后留下淡黄色的油，加点蒜蓉
翻炒，直到焦黄。然后加清水、
食盐、淀粉、少量美味鲜、南乳、
虾酱、白糖等二十多种原料等一
起搅拌，加热，成为棕红色的透
明糊状。黏乎乎的卤汁就完成
了。

上盘时，先将一份备用的粉
往开水里烫一下，然后加上牛肉
干、白斩的猪肚、猪肠、猪肉，加
少许本地酸笋、酸菜，再加点葱
花、香菜、花生米，拿高汤一浇。
或者把卤汁一打上，活色生香的
感觉扑面而来。喜欢吃辣椒的
也可以撒欢。店里有最辣的黄
色灯笼椒，有整个的小米辣泡
椒，有自制的剁椒，按需选取，宽
松的氛围里弥漫着浓郁的烟火
气息。

郑老板多年来一直在精心
经营着抱罗粉店，他的抱罗粉不
仅在三亚成了家喻户晓的特色
小吃，也成了全国各地游客来三
亚的网红打卡地。每逢周末假
日，店门口更是排起了长队。我
问道：为什么不办连锁店呢?他淡
然地说：办好一家就行了，办连
锁店可能收入要多，但质量无法
保证。按照我现有的条件，只要
能保持抱罗粉的品质就可以了。

很多的早晨我在这家抱罗
粉店度过，忙时来碗打卤的快速
吃，闲时来碗汤的慢慢品。粉中
肉食的酣畅，粗粉条带来的满
足，各种味道的碰撞，汤汁的滋
养，这是唇齿间的难分难离与内
心幸福的直接勾勒。

话说三亚抱罗粉 □ 孙春花

雨这个精灵落在大自然的辞典里，蕴含着
浓郁的诗心禅意。或淅淅沥沥，润物如酥；或
痛快淋漓，清凉解暑；或滴打落叶，秋风秋雨
愁煞人；抑或在冬季，如果冷风更兼凄雨，多
少会使人产生凌厉萧瑟前尘如梦的感觉。雨
落在不同的季节里，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当
然也引发听雨人不同的意绪。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天的雨
总是赶在草色返青之前，悄悄地润泽曾经冻僵
的大地。甚至于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始下雨的时候，便“土膏欲动”，空气中透出泥
土的潮香，接着柳枝上就乍露新芽，棵棵黍苗
上就漫拢嫩绿，就因为那雨，我们的日子忽然
展现了充沛的生机，她泄露着春风的秘密，召
唤着燕子的绿影，催开了七色的彩虹；就因为
那雨，人们的面容越发显得清秀漂亮，她搔着
姑娘白皙的脸颊，痒丝丝的不禁引发出银铃般
的笑声；她吻着人们头上的缕缕青丝，香喷喷
的蓦然渗透着紫丁香的气息；她透过土地的肌
肤，使远山朦胧含蓄近水朗润轻柔田畴春光烂
漫果园姹紫嫣红；就因为那雨，使我们更加深
切地在音乐和诗歌里沐浴着东方的古典意境：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细雨鱼
儿出，微风燕子抖”“农丽最宜新着雨，娇娆全
在欲开时”。然而到了暮春时节，雨在人们情
绪的底版上却是另一种感喟：“燕子不归春事
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要是逢上春末夏初的
梅雨季，则更如宋人贺铸吟咏的“试问闲愁都
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
种情绪之浓重多少带有对春伤逝的成分。当
然与听雨者的人生遭际也不无关系。

也许在夏天——温度常在摄氏三四十度
以上、天气燥热不堪使人坐卧不宁心烦发慌，
路上的沙粒在骄阳的曝晒下灼烫着你的脚踝，
风起则逼近人的眼睛——这时候最渴望大雨
降临，即使是骤雨，来得猛走得快也可以，至
少能缓解酷热状态。一道闪电之后，顷刻虺虺
地雷鸣，泱泱大雨便倾盆滂沱，呜呼快哉，甚
至连荷花也开心起来，它粉红的花瓣在承接着
雨珠的荷叶之上笑得灿烂。而在远处的那一
方方阡陌或秧田里，被雨打湿的稻浪，卷起了
一道道青色如碧的波痕，站在田野里劳作的农
人，赤裸的脊背和高挽的裤管被雨淋得尽湿，
面对此景，你会想起“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
雨不须归”的诗句，虽然这雨并不细腻而恰恰
是粗犷的风格。如果下雨时你正在家中，听着
雨打竹篱和农作物的声音，则与杜甫的“风含
翠条娟娟净，雨邑红蕖冉冉香”的意境无异。
听到这样的雨声你忽然感到喜悦和激动，整个
俗世都被雨洗涤着，冲走沉闷燠热，冲走喧扰
的尘嚣，而你会惊喜地发现：蓝空上凸现了一
道美丽的彩虹！

长长的雨脚被风吹送到秋天。“听雨寒更
彻，开门落叶深”，秋天的雨总是携带着凄清
的诗情。“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黄叶仍
风雨，青楼自管弦”“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
人”“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都 各 自 表 达 着 古 时 的 听 雨 人 某 种 特 定 的 心
境。秋雨在人们的听觉上往往与“愁”字联结
在一起，珠帘暮卷西山雨，花落叶残，蟋蟀唧
唧，草枯茎萎，红消香歇，此时若雨声加入，就
使悲切的氛围更加浓重。“梧桐更兼细雨，到
黄昏，点点滴滴”，滴滴愁痕寄慨遥深。那落
叶上的雨，那芰荇独立的残荷上的雨，使人感
到秋意渐深，冬味将浓。所以到了冬季，可能
是厄尔尼诺现象，去年的冬天，即使在江淮一
带，过去那种漫天飞雪不见了，代之以连绵的
阴雨，真是冷雨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啊！宋代
词人蒋捷在《听雨》词中叹道:“少年听雨歌楼
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听
雨能听到这个份上，真是雨的一位知音。只不
过其调子灰暗了一些，实际上，要不了多长时
间，那霏霏的春雨就要来临——“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英国诗人雪莱说得不错。

■闲情逸致

雨声，撩拨几多情思
□ 崔国发

人生四季皆风光，
春去秋来两鬓寒。
一饮冰泉山谷爽，
再折金桂色香甘。
已经岁月万千景，
不尽前途千万帆。
酒酿杯中多少泪？
泪飞泪去泪如帆。

雨后天高陌上明，
南归紫燕助秋声。
枫林醉靥留丹色，
薏穗迷魂露玉容。
水绕高田畦豆绿，
山环古寺瀑流清。
椰摇翠袖迎来客，
海量无私奉逸情。

人生四季皆风光
□ 杨 冰

天涯秋盛
□ 黎述盛

早年的我，并不喜欢秋天。
那时的自己，沉醉于春暖花开，夏至苍翠

的美景。总觉得在美好的时光中，映入眼帘
的必是绚烂的色彩，在鼻尖上浮动的是若有
若无的花香，还有耳畔清脆的鸟鸣。如此繁
华的季节，方不辜负了大好时光，也才够精
彩。

可后来，年岁渐长，渐渐也懂得了秋天。
叶子绿了，又黄了，零落于地，随即归于

尘土。在以前看来，这样的秋天，总带着感伤
的味道。可如今，却更多地从这样的轮回中，
体会到了生命的圆满。由繁华归于静寂，由
绚烂而入平淡，经历了青葱，进入了深沉，这
不就是生命必经的过程吗？

谁的生命，不是在这样的轮回中，走向圆
满与收获？

青葱岁月，如春，带着蓬勃的朝气；激情
年华，如夏，催人奋发向上。在那些时光里，
有 温 暖 ，有 激 励 ；有 豪 情 万 丈 ，也 有 刻 骨 疼
痛。可不管如何，在春夏这样挥洒青春与汗
水的季节里，却鲜少有人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人生中的激情勃发，犹如春夏的绚烂，总
要在历经秋天的沉淀后，才能将春夏以来的
积蓄，都转化成果实。这个阶段，看似冷清，
却是人生的沉淀。没有肆意飞扬，也没有酣
畅淋漓，但深沉中蕴含着淡定，那不是悲伤，
而是洞若观火的胸有成竹。

这样的秋天，又怎么会悲伤？

知秋
□ 郭华悦

■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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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美食


